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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伤寒杂病论经方 固定性变化性辩证关系

学经方是为了掌握、运用经方

的组方配伍思路、方法与用药要

点，用经方是将张仲景治病的经验

总结用来指导l临床科学组方。在』商

床中欲提高治疗效果，必须从学经

方固定性(即药与量组成的固定

性)到用经方变化性(即随证变

化而加减用药)转变，才能真正

将学习有限的经方应用到无限的病

证中去。只有从学经方固定性开

始，才能有用经方变化性，没有用

经方变化性，就不可能将临床治疗

效果真正提高。

1 学经方具有固定性

学经方固定性是指所学经方方

药组成与剂量调配都具有相对的固

定性。如麻黄汤组成有麻黄三两

(99)、桂枝二两(69)、杏仁七十

个(129)、甘草一两(39)，若在

麻黄汤中增加或减少任何一味药，

这个方就不是麻黄汤，这即是所学

方药组成与剂量具有相对的固定

性。学经方固定性的主要优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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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了在临床中能有效的运用经

方，就必须从学经方组成与剂量调

配固定性开始，非此则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非此则无规可循，无章

可法。可见，学经方固定性是奠定

临床治病的用方基础，是临床用方

辨证的入门向导，是临床升堂人室

的必备阶梯。其二，为了在临床中

指导辨证用方，学用任何一个经

方，都有其固定的药物组成与剂量

调配，这就决定每一个经方都有其

相对固定的功用及主治病证，其功

用及主治病证的相对固定性，为临

床辨证用经方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应

用导向，以此则可衔接用方辨证

(即从经方方药功用及主治病证来

解除病人病理病证表现)与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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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即根据病理病证表现而选

择切合病变证机的方药来治疗病

证)，这样可从学经方固定性的理

论思维中引导临床用方辨证，为临

床用方辨治疾病提供有益的、可靠

的理论依据。

2正视学经方固定性

学用任何一个经方，都有其固

定的药物组成与剂量调配，都有其

固定的功用与主治病证，这对学用

经方方药组成及剂量调配指导临床

运用确立了明确的应用目标。对此

既要认识学经方固定性对临床用方

的理论指导性，又要正视学经方固

定性对临床应用的局限性。学经方

固定性对临床用方的主要局限性

有：其一，在I临床实际中必须懂得

所学经方功用及主治病证与病人具

体病证表现真正完全一模一样必定

是极少数，在多数情况下，病人的

病证表现与所学经方功用及主治病

证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这对

所学经方治病的间接经验变为自己

的直接经验带来不利因素，这是方

中固有药物组成与剂量调配对指导

l临床用方的局限性。其二，临床中

每一个具体病人都因其个体体质差

异而决定其证候表现则有其自身的

特殊性，而所学经方的功用及主治

病证则有其一定的相对固定的针对

性，这就决定病人自身的特殊性与

方药功用及主治病证的固有性存在

着一定差异，这是学经方固定性对

治疗个体差异性之间的局限性。在

临床中如何缩小学经方固定性与治

疗具体病人之间的差异，就必须正

视学经方固定性的局限性，只有从

学经方固定性中领会用经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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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再从用经方变化性认识学经方

固定性，只有如此反复深入研究与

探索，才能将学经方固定性与用经

方变化性之间的变化关系认识清

楚，才能认清学经方固定性的局限

性，才能认清用经方变化性是提高

临床治疗效果的必然性。

3用经方具有变化性

在临床实际中，能否将所学经

方方药真正取得预期治疗效果，其

核心就是能否正确运用经方变化

性，用经方变化性的特点与核心是

因病人个体差异性及其特殊性而决

定方药加减变化，而所学经方固定

功用及主治病证则具有其局限性，

这就要求临床治疗疾病在所学经方

固定性的基础之上，而决定用经方

治病必须随病人的不同证候表现而

能随证或症加减用药。可见，临床

用经方变化性是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的根本保证。欲娴熟运用经方变化

性，必须重视：其一，根据具体病

人所出现的病变证机而能随证加减

用药，即审明病是寒证，还是热

证；是虚证，还是实证；是寒热兼

见，还是虚实错杂。若审明病变证

机是寒邪所致，而其寒邪又特别明

显，其治可在用经方基础之上适当

加大温阳散寒药用量或再加入其他

温阳散寒药，以增强治疗效果；又

如审明病变证机是热邪所致，而其

热邪又非常明显，其治可在用经方

基础之上适当加大清热药用量或再

加入其他清热药，以增强治疗效

果。其二，根据具体病人所出现的

主要症状矛盾方面而能随症加减用

药，如病人头痛明显者，在用经方

基础之上可适当加止头痛类药，若

腹胀明显者，可适当加理气消胀类

药，若饮食不佳者，可适当加助消

化类药，此随症加减用药对解除病

人的痛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

见，用经方变化性既要审明病人病

变证机的个体差异，又要针对病变

过程中所出现的随证加减用药主要

症状矛盾方面，从而提示治疗既要

针对病变证机而加减用药，又要针

对病人主要症状矛盾方面而加减用

药。用经方变化性的特点主要是突

出治病既不忽视治病求本，又不忽

视治病解除主要症状即求标，只有

如此用经方，才能将临床治疗效果

真正落实到实处，这即是用经方变

化性在l陆床中的具体操作与应用。

4审视学方与用方

学方是为了用方，用经方只有

从学经方固定性开始，才能有用经

方变化性，用经方必须从学经方固

定性向用经方变化性转变，才能突

出用经方变化性的真正意义。亦即

没有学经方固定性的积累，就没有

用经方变化性的灵活，没有灵活的

用经方变化性，就不可能将经方治

疗效果真正提高。对此只有认清学

经方固定性与用经方变化性之间的

内在关系与辩证关系，才能进一步

将学经方固定性与用经方变化性有

机地结合，才能将学经方固定性用

来指导临床科学组方用药，才能进

一步掌握与运用学经方固定性向用

经方变化性转化的基本方法与应用

技巧，也就懂得提高临床用经方治

疗效果的关键就是用经方变化性与

灵活性、随机性的结合，用经方变

化性的核心就是突出以变应变，避

免刻舟求剑，墨守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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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还必须认清用经方变化性

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经方治疗具体病

人针对性更强，临床用经方只有从

学经方固定性向用经方变化性转

变，才能真正做到用经方不泥方，

突出临床用经方重在切中病变证机

而随证或症加减用药。对此也就进

一步认清在临床中为何有的用经方

治病能取得明显治疗效果，而为何

有的用经方治病则没有取得任何治

疗效果，其根本原因就是能否运用

与掌握学经方固定性与用经方变化

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与辩证关系。如

果能处理好此二者关系，就能取

得预期治疗效果，否则，就不可

能取得治疗效果。可见，在临床

中欲提高治疗效果，就必须从学

经方固定性向用经方变化性转化。

通过学经方固定性到用经方随证

加减变化，从而达到学好一个固

定经方，可以带动学好用活一类

时方，也可说学好一个固定方就

等于学好了某一类诸多方，达到

了非学某一类方即能合理的、科

学的运用某一类方，进而达到举

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

5用经方实践性

学好经方，为临床运用经方奠

定理论基础。用经方实践性就是突

出用经方因病人个体差异与证候表

现特殊性而能随证或症加减用药，

用经方实践性以揭示用经方必须因

人因证而能随机应变，切忌墨守成

规、照抄照搬。在临床中只有重视

经方实践性与变化性，才能称谓学

好用活经方。如果用经方没有实践

性，就不可能把经方真正学好用

活，用经方实践性既可引导临床用

经方的具体操作，又可提高用经方

以变应变的能力。用经方实践性的

核心是突出从变化中运用经方以提

高治疗效果。

另外，自张仲景之后，的确有

些医家发展了具有良好治疗作用的

方，这些方统称为时方，仔细研究

这一类时方，可以发现这一类时方

实际上就是在经方基础之上因病证

变化而随机加减用药所组成的方。

也可以说，自张仲景之后所发展的

有效方药就是在经方基础之上的加

减变化方。由此可以悟出一个道

理，只有认真地、仔细地、全面地

认识、领会、掌握与思辨经方固定

性向用经方变化性转变，可以达到

学好一个经方，等于学好用活一类

时方，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时间而

【中医人物年度风云榜】

获取较多的知识。通过研修经方实

践性既可以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的目的，又可以达到以变应变而

随证或症加减用药，治疗常见病及

疑难杂病的目的。同样还可以得出

一个结论，目前方剂数目已逾10

万余首，这10万余首方实际上就

是在经方基础之上的加减方或类

方，通过研修经方实践性，可以执

简驭繁，举纲明目，达到一通百通

的目的。

总之，经方实践性就是研究与

运用经方的变化细则与实践操作，

启发运用经方的思路与方法，点拨

运用经方的灵感与切人，把学经方

与用经方以融会贯通，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

中华中医药学会2004年度新闻人物揭晓

1月30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办、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中华中

医药学会2004年度新闻”人物揭晓仪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华中医药

学会内科分会委员、广东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林琳，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河北以岭医药研究院院长吴以岭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2004年度新闻人物。宋庆

龄基金会副主席张文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房书亭、吴刚、于文明等领

导以及有关专家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

林琳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级、

局级科研课题数十项，多次获国家及省部级各类奖项和荣誉称号，尤其在2003

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她始终坚持在临床第一线，为中医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作出了新的贡献。2004年获由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国委员会共同颁发的首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吴以岭创造性地提出中医络病学说，并根据这一理论研发的治疗心脑血管

病、肌萎缩、糖尿病等疾患的新药明显提高了临床疗效。他主持研发国家级新

药6个，创建河北以岭医药集团，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2004年，吴以岭教授荣获“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该评选活动从2004年度开始，每年推选一次。主要是展示优秀中医药人才

的精神风貌和突出成就，激励广大会员和中医药工作者对中医药事业的自信心

和自豪感，并希望通过此项评选活动，进一步强化中医药工作者治病救人、救

死扶伤的高尚品德，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

以及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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